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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ＧＢ／Ｔ１０００１《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》分为以下部分：

———第１部分：通用符号 ；

———第２部分：旅游休闲符号；

———第３部分：客运与货运符号；

———第４部分：运动健身符号；

———第５部分：购物符号；

———第６部分：医疗保健符号；

……

本部分为ＧＢ／Ｔ１０００１的第４部分。

本部分代替ＧＢ／Ｔ１０００１．４—２００３《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　第４部分：体育运动符号》。

本部分与ＧＢ／Ｔ１０００１．４—２００３的主要区别为：

———将名称改为：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　第４部分：运动健身符号。

———增加了２１个符号：跑步、网球、壁球、高尔夫球、保龄球、门球、乒乓球、台球、健身、射击、骑马、

摩托车、卡丁车、蹦极、伞类运动、坡地滑行、滑索、游泳、滑水、划船、漂流。

———移至ＧＢ／Ｔ１０００１．１中２个符号：体育场、体育馆。

———修改２２个符号：足球、篮球、排球、羽毛球、棒球（垒球）、沙壶球 、体操、武术、拳击、射箭、飞镖、

攀岩、牵引伞、轮滑、滑冰、冰球、滑雪（滑草）、潜水、跳水、冲浪、帆板、摩托艇。

———删除５个图形符号：田径、自行车、击剑、举重、跆拳道，这些符号将在其他图形符号标准中

规定。

本部分由全国图形符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。

本部分起草单位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、国家体育总局、国家旅游局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、中国人民大

学徐悲鸿艺术学院。

本部分主要起草人：张亮、白殿一、张立增、何洁、安姚舜、王嵘山、陈永权、邹传瑜。

本部分于２００３年首次发布，本次为第一次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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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

第４部分：运动健身符号

１　范围

ＧＢ／Ｔ１０００１的本部分规定了运动健身方面的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（以下简称图形符号）。

本部分适用于运动场馆、健身娱乐中心、宾馆饭店、公园景点等公共场所，也适用于运输工具和其他

服务设施，具体用于公共信息导向系统中的位置标志、导向标志、平面示意图、信息板、街区导向图等导

向要素的设计。本部分也适用于图形标志尺寸大于１０ｍｍ×１０ｍｍ的出版物及其他信息载体。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／Ｔ１０００１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

件，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

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

部分。

ＧＢ／Ｔ１０００１（所有其余部分）　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

ＧＢ／Ｔ１５５６５　图形符号　术语

ＧＢ／Ｔ２０５０１（所有部分）　公共信息导向系统　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

３　术语和定义

ＧＢ／Ｔ１５５６５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ＧＢ／Ｔ１０００１的本部分。

４　图形符号

运动健身符号见表１。

５　应用

５．１　本部分应与ＧＢ／Ｔ１０００１．１配合使用。应用中，如还需使用其他符号，则应从ＧＢ／Ｔ１０００１的其

他部分中选取。

５．２　图形符号的颜色应符合ＧＢ／Ｔ２０５０１．１的要求。

５．３　表１图形符号栏中的正方形边线不是图形符号的组成部分，仅是制作图形标志的依据。应用时，

应使用由该符号形成的图形标志。在使用本部分的图形符号设计导向要素时，应符合ＧＢ／Ｔ２０５０１的

要求。

５．４　本部分中图形符号的含义仅为该图形符号的广义概念。应用时，可根据所要表达的具体对象给出

相应名称，如：含义为“羽毛球”的图形符号，可给出“羽毛球馆”、“羽毛球场”等具体名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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